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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一分钟能打几个字？答案是50至80。陈良杰不在
普通人行列，他每分钟生稿打字速度达238个，根据国际通行
24个打字速度评级标准，属专业8段，离最高级只差1段。

在第六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平湖的听障小伙
陈良杰以每分钟238个字的速度从全国100多位选手中脱颖
而出，成了全国打字速度最快的残疾人，并获“全国技术能手”
荣誉称号。不久前，陈良杰拿到了荣誉证书。

陈良杰听不见声音，但每次击键声似乎都在述说“不认
输”3个字。记者走进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公司制版中心，安
静的房间里，只听得到陈良杰敲击键盘的声音。只见他灵巧
的十指在键盘上飞舞，一张色彩缤纷的设计图不一会就呈现
在电脑屏幕上。

如今，陈良杰是景兴公司的印前制图员。每天，经他排
版、交付印刷的包装设计订单多达200余个。见到记者，陈良
杰笑着挥挥手，熟练地点开手机上的语音翻译软件，它能将记
者的话语翻译成文字，陈良杰看过后靠手写和记者交流。

今年35岁的陈良杰出生于平湖，先天性耳聋。但他决心要
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从小到大，陈良杰没上过特殊教育学校。
上课时，他只能看老师嘴型，回家对着镜子反复学口型，通过读
唇语慢慢学会了“听”。弄不懂时，就利用课余时间，缠着老师、
同学答疑解惑。大学选专业时，陈良杰选择了计算机专业。

进了大学，陈良杰更是开足马力。“计算机教室里练打字，
一待就几小时。”大学同学马剑斌还记得，当时微软公司举办
中英文看打比赛，大家鼓励陈良杰报名。果不其然，作为唯一
的残疾人选手，他过关斩将直接打进决赛十强。比赛归来，同
学们竖起大拇指无声为他“鼓掌”。

进入景兴公司的第二年，在公司举办的计算机操作项目比赛
中，陈良杰击败了许多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老员工，一战成名。

几年间，陈良杰凭着一双手、一副键盘，拿下了不少残疾
人职业技能竞赛文本处理项目比赛的冠军。2015年起，他频
频闯入全国大赛。在第六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陈
良杰战胜来自上海的“五届蝉联冠军”，高分夺得计算机文本
处理竞赛项目第一名。

“我的爸爸超厉害！”每当家里来客人，陈良杰6岁的女儿
总要拿出一块块奖牌“炫耀”。只有陪着陈良杰一路走来的妻
子知道，这一块块沉甸甸的奖牌背后，凝聚着日复一日的汗水
与泪水。每次比赛前，陈良杰都会加强训练，每天4小时的中
英文混合打字练习，打字速度保持在每分钟 230 个至 250 个
之间。这样的高强度，导致陈良杰双手经常抽筋。

比一般人更拼，是不少人对陈良杰的印象。“但凡有紧急
订单，交到良杰手中，最放心！”制版中心主任姚为民还记得，
前阵子有个紧急订单，上午10时通知，当天18时要装车运走，
且是最难处理的改版。改版订单需要先从400多款订单中精
准找出原版，再根据客户要求一点一滴细微调整，交付通常需
要两三天。可陈良杰愣是一动不动，在电脑前跟客户“聊”了3
个多小时，反复调整十多次。直到确认定版，陈良杰的饭菜还
放在电脑旁，早已凉透。

陈良杰的努力获得了回报。这几年，他先后被评为平湖
市“科研标兵”类“最美职工”、嘉兴最美残疾人、浙江省技术能
手、浙江省金蓝领⋯⋯获得了50多项荣誉。

公司招募听障人士时，陈良杰主动请缨当编外“招聘员”，
让公司方面和听障人士无障碍交流：听障人士入职后，又热心
地帮他们解决难题。22 岁的听障小伙赵大保是去年进公司
的。前不久，他刚晋升副机手，承担起车间流水线设备管理维
护任务。一收到通知，赵大保就第一时间向陈良杰报喜。“宿
舍是他协调安排的，连脸盆、毛巾都是他给我买的。”赵大保给
记者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有了陈良杰作榜样，公司专门成立了听障人士机器组，共
招募了 13 名听障人士。“虽然听不见，但只要踏踏实实努力，
我们的人生同样精彩。”采访结束时，陈良杰用手语说出了自
己对听障人士的鼓励与祝福。翻飞的手势中，他的笑容温暖
而坚定。

平湖听障小伙陈良杰 1 分钟打
字230多个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每次击键，都在述说
“不认输”三个字
本报记者 肖 未 共享联盟平湖站 张旭东 倪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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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烂漫，温岭下保山花开成海，
潘俊帆头戴鸭舌帽、穿着成套速干衣，
从小径中穿出来。他健步如飞、笑声爽
朗，如果不特意关注他的腿，很容易忽
略他是一位腿部截肢者。

他用一条腿“丈量”世界，成了“刀锋
行者”——戴着一条刀锋般的特制假肢
陆续完成铁人三项、513 公里越野等挑
战，创造了多项纪录。今年 10 月，他又
将开启“追梦计划”，在34个省级行政区
跑34场全马，在奔跑中感受祖国大美河
山、人文魅力。

那一刻
仿佛重获新生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
会和运动扯上关系。”潘俊帆说，他曾经
工作很忙，长期亚健康，甚至还有一点
小肚子。

潘俊帆是 80 后，出生在温岭，2015
年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右小腿，他的生
活被打乱了。

“手术后 3 个月，我无法下床，连翻
身都需要别人帮忙。”潘俊帆说。查遍
各类信息后，他发现南非有个“刀锋战
士”，是全世界腿部截肢者中跑得最快
的，潘俊帆决定装个类似的假肢。

正好有尚不知情的朋友约他隔年
去甘肃敦煌参加一个徒步项目，他答应
下来，并开始在康复中心疯狂训练。那
时 ，运 动 成 了 他 对 抗 颓 丧 情 绪 的 宣

泄口。
2016 年 5 月，潘俊帆如约前往敦

煌，他的“江湖传奇”，正是始于这次为
期 4 天 、全 长 108 公 里 挑 战 戈 壁 的
徒步。

经过训练，潘俊帆最多一口气能走
10 公里，但比起这次徒步的里程，还相
去甚远。比赛到了第 3 天，他的右腿肿
胀，甚至无法塞入假肢，但他狠下心，咬
着毛巾将腿塞了进去⋯⋯

“每踏出一步都好像走在钢针上，
每分每秒都是煎熬。”回忆起当时受伤
的痛苦，潘俊帆心有余悸。在距离终点
还有 200 米时，一直屏着一口气的潘俊
帆居然跑了起来。“那一刻，我一下子轻
松了，疼痛也消失了，仿佛重获新生！”
潘俊帆说。他由此成为国内首位在赛
程规定时间内完成 108 公里戈壁穿越
的截肢者。从那之后，他就把运动当成
了一种日常生活方式。

多年奔跑
在心理上完成蜕变
2017 年至 2018 年，潘俊帆连续完

成了黄山、敦煌丝绸之路等 9 条线路
的户外赛事；2018 年底，他在厦门完
成 了“ 铁 人 三 项 IRONMAN 70.3”；
2021 年，他囊获了中国四极马拉松赛
大满贯⋯⋯

“超越昨天的自己，就是成功。”潘
俊帆分享自己的经历时说，“最为自豪

的是在意大利，我身披国旗冲过终点，
为祖国争光了。完赛后，我吃饭喝酒，
商家都给我免单。我去跳伞，服务员直
接让我走 VIP 通道，场地的飞行员热情
地过来跟我合影。当地华人导游很感
慨地告诉我，他在当地生活了 20 多年，
从来没被这么热情地对待过。作为截
肢者，我坚持完成赛事，赢得了他们的
尊重。”

眼下，潘俊帆正为下半年的“追梦
计划”做准备，“我会去爬山、跑步、游
泳，一周锻炼两到三次。等到 8 月再开
始高强度训练。另外，我在研究各省马
拉松路线的地形地貌、路况等，做好风
险管控。”

这些年奔跑下来，潘俊帆认为自己
最大的收获是：在心理上完成了蜕变，
仿佛涅槃重生。

我可以
相信你也一定可以
2021 年，潘俊帆创建了青少年教

育品牌“刀锋探索”，致力于引领青少年
依托户外场景下的运动、文化、科学等
领域探索，树立人生理想信念。他说：

“我希望能以自己的经历告诉青少年，
我可以，相信你也一定可以。我想输出
的不只是经历，更是信念、坚毅等精神
层面的东西，希望能够对青少年有所启
发。”

“太辛苦了。”潘俊帆的妈妈曾经不

理解他这种苦行僧式的坚持，总是心疼
儿子，但这几年，潘俊帆所做的努力她
都看在眼里，“我是一名退休小学老师，
如果他的努力能给未来一代的成长带
来益处，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也支持
他。”

时间倏忽而过，当年说着“老爸很
厉害，跟变形金刚差不多”的儿子 11 岁
了，潘俊帆会在假期带他去户外，领略
大自然的魅力，小伙子也更加以爸爸
为荣。

潘俊帆一直奔跑在路上，且行且思
考，并鼓励越来越多的人挑战自我。

时 凡人歌代

陈良杰（右一）展示包装设计样板。陈良杰（右一）展示包装设计样板。

温岭温岭““刀锋行者刀锋行者””潘俊帆在铁人三项等赛事中创造多项纪录潘俊帆在铁人三项等赛事中创造多项纪录

超越昨天的自己超越昨天的自己，，就是成功就是成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静静

“命运以痛吻我，我愿报之以歌，在
动漫世界里逆光飞翔。”这是 80 后安吉
轮椅姑娘朱颖写给自己的寄语。

2岁时，命运跟朱颖开了个玩笑，严
重的肌无力综合征剥夺了她恣意奔跑
的权利，浑身上下只有手指和颈部以上
能够自由活动。靠父亲背着上下学，她
才勉强完成学业。

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这位
折翼女孩从未放弃自己。在第六届全
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中，朱颖取得了
动漫组第二名的好成绩。最近，她收到
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人社部颁发的

“全国技术能手”荣誉证书。
“我沉迷于动漫世界，因为在那里，我

可以不受束缚自由翱翔。”不久前，记者在
安吉县天子湖镇残疾人之家朱颖工作室
见到了这位与命运抗争的坚强女孩。一

头利落的短发，说话柔声细语，脸上满是
甜甜的微笑。坐在电脑前，朱颖手指轻快

地点击鼠标，屏幕上随即出现了一个
个活灵活现的动漫形象。如果没
有留意到她粗大的手指关节和侧

弯的脊柱，自信的朱颖看起来与常人
无异。

在第六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
赛中，朱颖在 6 小时里构思创作了一个
以 5G 为主题的科技题材动画作品，打
破现实生活和虚拟世界的边界，设计了
一段人工智能机器人与人类和谐相处

的小故事，展现了科技助力美好生
活的图景。虽然只有短短 15 秒，
但炫酷的镜头运用和生动的故事
呈现，获得了评委的肯定。

因为行动不便，朱颖从小就
喜欢在书中寻找新奇的世界，尤
其喜欢天马行空的动漫书籍。
高中毕业后，由于身体原因学业
终止，朱颖一度陷入迷茫。一
次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网络，
心中逐梦的希望重新被点燃，
她想“站”起来拥抱阳光。

这个看起来娇小柔弱的女孩子，心
里蕴藏着一股破茧重生的力量。动漫
设计不仅需要扎实的绘画功底，熟练掌
握制图软件，还得对脚本、音频处理、运
镜设计和色彩搭配等知识熟稔于心。
不方便外出，朱颖就在家自学。在网上
跟着教程从零起步，为了练习人物角色
设计，她在纸上一遍遍临摹，几年下来
底稿摞起来都有一人高。

对朱颖来说，克服生理上的疼痛也
是一大挑战。由于肌肉无力，全身的重
量全部压在脊柱上，电脑前坐的时间一
长，她的整个后背就如针扎般疼痛。长
期不动，血液循环很差，手指经常僵住
不听使唤，要缓好一会儿才能重新握
住笔。

在参加比赛前夕，朱颖参加了为期
两个月的封闭式集训，每天高强度训练
十几个小时。为了不影响培训进度，她
咬牙坚持，从未申请中途休息。上厕所
不方便，白天就尽量减少进食，一口水
都不喝。中午趴在课桌上休息，能稍微
缓解身体不适，下午再打起十二分的精
神继续练习。比赛结束，朱颖忍不住哭

了，这是压力的释放，更是努力得到回
报的喜悦。

回忆起过往的辛苦，朱颖表现得云
淡风轻：“不想被特殊照顾，我只想用作
品证明自己。”聊起原创动漫设计，朱颖
的眼睛里闪烁着光。2012 年，她成立
了“折翼颖”动漫设计工作室，在淘宝上
开了小店，制作课件动画、企业短片、婚
礼动画、公益宣传片等原创动漫设计，
拥有了一批稳定的客源，实现自力更生
的同时也收获了更多的快乐和自信。

朱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予他人
温暖的力量。在一段以留守儿童为主
题的短片里，她将大山里小女孩写给远
方父母的信变成了飞机，承载着女孩的
思念，穿越祖国的千山万水到达父母身
边，最终以家人团聚圆满结局。在创作
低龄教学课件动画作品时，她站在孩子
的视角设计人物形象，用明媚的颜色和
趣味十足的故事情节诠释爱和美好。
此外，朱颖还将科普知识转化成生动活
泼的动画片，使公益科普宣传片的传播
效果大大提升。

如今的朱颖变得更加坚强独立，她
想反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
走进校园、企业、残疾人之家开展公益
宣讲，用自己的故事为陷入低谷的人们
加油打气。

去年 11 月，朱颖在当地残联的支
持下开设了工作室，利用业余时间，给
残疾人朋友或者残疾人家庭的子女免
费教授动漫制作。每次她都会精心备
课，从孩子们喜欢的动画片入手，从基
础绘画和软件操作教起。一到周末，朱
颖的工作室就会迎来一批小客人。他
们都是当地残疾人家庭的孩子，它们叽
叽喳喳地围在朱颖身边，对动漫设计表
现出强烈的兴趣。

“ 即 使 只 有
萤火虫般微弱的
光 亮 ，也 要 尽 全
力在黑暗中发出
一丝光芒。”朱颖
说 ，她 希 望 能 用
自己的力量温暖
更多人。

安吉轮椅姑娘朱颖创作精彩动漫获评“全国技术能手”

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
本报记者 王艺潼 通讯员 柳 颖

潘俊帆在哈巴雪山训练潘俊帆在哈巴雪山训练。。

潘俊帆在丽江训练潘俊帆在丽江训练。。

朱颖（前排右二）走进校园参加公益活动。

陈良杰获得了不少荣誉。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